
警报在当地时间 1310 响起，空军战

士刚用过午餐。情报称基地附近发

现恐怖分子活动，并定为紧迫威胁等级。

基地迅速行动，提升部队保护等级，战

士们从各建筑物鱼贯而出，赶到预定集

合点，组队点名报数，等待武器装备。

与此同时，后勤战备中队的机动军械车

迅速驰向集合点。九十分钟之内，600

多名空军战士已经全副武装，做好进入

基地设施各处防卫责任区内“战斗岗位”

的准备。随着指挥与控制全部到位以及

布防要求得到落实，警卫部队后撤，进

入机动态势，随时准备填补防卫缺口，

按照需要提供专业帮助。预先备好的必

需品分发到基地各防卫责任区指挥所。

非本轮基地防卫值守人员一律回原岗继

续工作，或回家休息待命换班。不到两

个小时，基地为之一变，原本平静的和

平时期作

业场所，

现在成为

战备状态下的空中力量平台，随时准备

击退一场二级地面威胁。1 基地可以几

乎无限期地保持这种态势。

读着像小说，其实完全真实——这是伊

利诺伊州斯科特空军基地的一场“防卫基地”

（FTB）作战演习的描述。通过组织基地任务

支援官兵接受“射击、移动和通信”基本技

能训练，联队指挥官可以迅速调用现有人员

投入基地防卫——而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训练，

这些人员在基地发生紧急情况时就只能按照

命令就地隐蔽。运用同样的架构，指挥官还

可调用这些人员投入“修复基地”（RTB）作战，

在敌对攻击或天灾之后执行修复响应计划。

我们面对的威胁环境日益复杂，基地安全与

否不再取决于离“作战区域”有多远，新兴

作战概念强调的是人员更少，技能更多元 ；

与此呼应，FTB/RTB 概念开辟出一种新途径，

可使全体空军战士参与进来，最大程度地发

挥空军基地作为作战平台的全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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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Fight the Base, Recover the Base, Win the War!
布雷德利·D·斯佩西，美国空军少将（待命晋升）（Maj Gen (sel) Bradley D. Spacy, USAF）

埃德温·H·奥希巴，美国空军退役上校（Col. Edwin H. Oshiba, USAF, Retired）

尼古拉斯·J·托马斯，专业工程师，美国空军上尉（Capt Nicholas J. Thomas, USAF, PE）

将　帅　视　角

  FTB (Fight the base) = 防卫基地
   RTB (Recover the base) = 修复基地

基地设施，是我们生成天空、太空和网空力量的作战平台。这些平台以及承担平台运作、

警卫和维护的空军战士，是我们投送作战力量必不可少的整体能力。未来的战场，要求我

们的官兵具备强大的机敏性、韧存性和多种技能，要求我们的基地顺势可调，灵活适变，

并且基地与人员无缝衔接一体化。把保卫基地修复基地的庄严使命托付给基地全员官兵，

必可强化战士对生成任务的责任感，由此产生对打赢未来冲突而言至为关键的作战支援合

力效应。

              ——特雷萨·C·卡特少将（Maj Gen Theresa C. Carter）， 
                  空军设施与任务支援中心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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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舰艇”防卫，为我所用

这种明确要求所有在场军人于紧急状态

中担负主要职责之外的更多职责的做法，对

于美军而言不是新概念。海军早就实施历经

战斗考验的“舰艇防卫”措施，把舰艇和全

体水兵融合为一个整体武器系统。海军的做

法为其他军种提供了借鉴。在舰艇上，一旦

舰长发出“战斗警报！全员进入战斗岗位”

命令，所有可动用的水兵都会立即赶往预定

的战斗岗位报到，确保舰艇以“最大作战能力”

投入战斗。2 海军并将水兵的这种战备训练

用于响应舰艇面临的紧急状况或灾难，一旦

需要，随时动用所有可用人员。3 发生此类

紧急情况时，指挥官同样发出“全员戒备” 

警报，所有水兵立刻就位到指定战斗岗位，

准备做出响应。4 平时的训练包括消防、基

本毁损控制、生化核防卫，以及医疗急救，

舰艇因此做好战备，能立即缓解和 / 或控制

紧急事态的影响。5

形势逼人，战略必需

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变幻莫测，为我从军

40 余年从未所见。

 — 马丁·邓普西陆军上将（Gen 

         Martin Dempsey），2015 年

对于空军而言，组织和动用所有空军战

士参与基地防卫和修复作战，也不是一个全

新的设想。根据“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经验

教训，空军作战能力需求委员会在 2006 年就

提出一项作战准则修改建议（DCR），以期弥

补空军“在其作战空间充分发现、评估、拒

止和应对地面威胁”能力的缺口。6 DCR 有

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是“使空军从

冷战时期的常驻部队中心文化转变成远征军

‘防卫基地’文化……让所有的空军战士积极

参与基地设施防卫。”7 DCR 的宗旨是着力塑

造受过战斗训练的空军战士的集体作战能力，

把他们指派到基地防卫的各个“战斗岗位”，

成为一支作战力量。8 后来颁布的空军指令

10-250《设施的武装防卫和应急响应》草案

包含了防卫基地即 FTB 概念，并且有选择地

在若干单位落实，但是从未在整个空军普遍

实施。9

今天，FTB 架构的指导思想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有现实意义。前任国防部长利昂·帕

内塔指出，美国武装部队正处于“战略转折

关头”。10 美军从一场持续十几年的战争中撤

回还不到两年，各军种现在面临的全球安全

环境波动不已、错综复杂而危险丛生。11 我

们的对手在继续发展拒止武器技术，日益压

缩美军惯常拥有的优势，构成严重安全挑战，

因而要求我军保持充分的军事战备，以全频

谱军事行动对抗传统型国家级敌对力量和非

国家级敌对集团的挑衅。12 身处这样的作战

环境，我军还要根据国家要求精简编制和继

续紧缩开支，形势如此，必然要求我们把部

队建设成具备技能多样、机敏可调、坚韧生

存的力量，因此这是一项作战必需。13

空军部在 2015 年发布重要文件《美国空

军 ：响应未来召唤》，阐述其预期的今后 30

年作战环境，强调了上文所述的作战必需。

这份战略文件认为，今后的战场将位于对抗

日趋激烈的区域，因为技术发展和“远程精

确攻击武器的扩散将使得地球上任何地方都

处于打击威胁之下”。14 空军战士将必须在“传

统型”作战空间之内和之外都“飞行，战斗，

制胜”。这样的未来环境，加大了对主要基地

和前沿作战平台的灾难性毁损风险，并可能

造成部署人员的大量伤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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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部队具备在动态多变危险环境中作

战的能力，关键在于把机敏能力建设常态化，

即把我军建设成动作灵敏、调适性强、反应

快捷的部队。15 从作战角度理解，机敏性使

空军能够快速调适和应对敌对行动，灵活利

用可用的资源，在各种作战环境中积极采取

各种有助韧存的措施和手段。16 FTB/RTB 概

念有助于创建一支非常适合这种环境的部

队——其特质就是多技能，精干，机敏。在

这个新概念指导下建设作战能力，将使得空

军显著增强美国境内和境外基地防卫部队的

“集体力量”，能够派遣小分队支援分散作战

行动，并且减少应急基地设施及其人员活动

造成的影响和印迹。总之，可极大地倍增战

斗力。17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

FTB/RTB 概念把海军的模式应用到空军

基地，把基地视为像舰艇一样的作战平台。

FTB/RTB 概念的基础，就是严格按照需要把

空军基地战士编成各种应急分队，形成作战

能力，并纳入基地防卫或灾难应对计划。在

这个架构下，每 44 名空军战士编成一个分队，

由一名尉级军官和一名高级士官带领，组成

一个 3 人指挥小组。每个分队包含 3 个班，

每个班 13 个人，设一名班长，其余 12 名战

士分成 3 个战斗组，每组 4 个人，包括一名

组长和 3 名战斗组员（图 1）。这个基本组织

结构具有合适的领导层次，并且可以针对任

务要求进行调整。它还可以像组合模块一样，

很方便地融入警卫部队基地防卫部队和工兵

基地修复部队。

FTB/RTB 计划下的分队结构可以叠置到

基地的所有空军中队组织结构上。例如，兵

力支援中队的空军战士平时履行指定的士兵

岗位职责，接受负责该任务领域的一名士官

领导。但是该战士也可以被分配到 FTB/RTB

计划下的“猛士分队”，负责其平时任务领域

的士官也可能在 FTB/RTB 架构中担任班长。

如果一个空军中队无法很整齐地套用 44 人分

6

分队指挥官 (尉官)

FTB/RTB 基本架构
- 每分队由 44 人组成
- 每分队分成 3 个班
- 每班分成 3 个战斗组

高级士官

分队指挥小组成员

战斗组 战斗组 战斗组

班长班长 班长

图 1 ：标准型分队结构



队架构，则可以酌情调整班和小组结构，或

者将与基地其他单位混合，以满足所在基地

的需要（图 2）。

根据 FTB/RTB 计划，所有人员都被指派

到基地设施各处的基地防卫或应急响应“战

斗岗位”。FTB 概念所指的战斗岗位可以是防

守基地周边的防御性作战位置，警戒出入口

控制点，或者执行流动巡逻任务。空军战士

在同一基地驻扎期间，其战斗岗位的指派应

该固定不变，以便他们熟悉自己承担的责任

和区域。例如，可指派编制较小的合约中队

专门负责警戒基地出入口控制点，使他们逐

渐成为这方面技能的专家。工兵中队或后勤

战备中队等人数较多，可被指派担任基地偏

僻区或树林覆盖区的徒步巡逻任务。飞机维

护或消防等特种人员的岗位可能在平时和紧

急情况下都属于“使命关键”类，因此留守“现

职战斗岗位”（即在发生紧急状况时仍履行其

正常职责）。

RTB 概念以 FTB 概念为基础，在发生天

灾或其他突发事件时，将这些具有应急能力

的空军战士增派到基地修复行动中，加强基

地修复力量。RTB 的组织和人员配置类似

FTB 结构，采用同样的班组形式，从而充分

利用各班对其战斗岗位的熟悉和其成员彼此

的技能优势。基地的工兵中队在所有毁损设

备和基础设施的修复作业中发挥核心作用，

尽快修复道路、机场道面和公用设施。该中

队还支援参与修复工程的民营施工机构，向

他们提供必要的设备 / 人员，但必须事先获

得联队指挥官的批准。根据毁损的规模和类

型，工兵中队确定所需的 RTB 人员数量，以

及这些人员的使用地点、时间和方式。

与传统型基地修复计划相比，RTB 在于

预先规划好各种分队，分配好各自负责的应

对领域，以及组织这些战士事先接受必要的

训练。过去，基地的做法是把无相关技能的

人员集中备用，应对突发事件。这样的组织

形式是“临时抱佛脚”，参与基地修复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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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FTB/RTB 混合架构
- 每分队由来自
  三个中队的人员组成

后勤中队
人员

分队指挥官 (尉官)

高级士官

分队指挥小组成员

后勤中队
人员

合约中队
人员

合约中队
人员

兵力支援
中队人员

班长 班长班长

战斗组战斗组战斗组

图 2 ：混合型分队结构



只能边干边学，在应急过程中掌握基地修复

的相关技能。而 RTB 概念要求我们事先组织、

训练和装备空军战士，一旦需要，他们就能

快速有效地形成对实施任务至关重要的作战

能力，修复过程远比目前做法更快。受过训

练的 RTB 班——其成员和班长都是不具备工

程背景的空军战士——可帮助加快基地修复

的速度，例如清理道路碎片残骸，调查报告

毁损情况以增强态势感知，以及改善修复工

程的轻重缓急。他们还可以承担小修小补，

例如用柱子支撑倾斜的建筑物，用木板紧固

破损的窗户，等等。在必要的时候，当军队

向民间机构提供支援时，这些人员还可参与

基地外的修复行动，与民间应急管理组织密

切合作。

根据 FTB/RTB 概念，所有空军战士都有

指派的集合点，当基地警报响起或发出集合

信号时，他们必须自动到各自的集合点报到。

集合点应该在工作区域附近，便于空军战士

尽快徒步到达，而且集合点应该大小适当，

能容纳前来报到的战士。如果场地条件许可，

可设立中心集合点，供几个人数较少的中队

共同使用，而后勤战备支援等人数较多的中

队也许需要有一个专用集合点。空军战士在

各自的集合点集合之后，将获得适当的装备

和必要的指令。

作战概念

在 FTB/RTB 计划下，所有的空军战士在

平时去其所属工作区域报到，执行日常作业。

一旦收到 FTB 集合通知，他们将听从防卫部

队指挥官指挥。进入 RTB 阶段后，他们将接

受基地工兵专家领导。为了确保基地设施进

入规定的战备等级，FTB/RTB 架构包含四种

基地防卫态势，指导基地的空军战士和资源

做好相应准备，应对识别的威胁。防卫态势

随情报指向或威胁等级逐步升高，从“正常”

绿色向“琥珀色”、“橙色”和“红色”顺序

递升（图 3），每个等级直接导致可立即用于

基地防卫或应急响应的空军战士和资源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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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

红色

正常绿色

琥珀色

- 警卫部队、工兵部队和医务单位履行日常职责；
- 全体空军战士发挥“传感器”作用并保持战备状态；
- 人员防护设备保持良好可用状态。

- 发布战术警告，要求所有人员做好进入战斗岗位准备；
- 指定的空军战士根据威胁形势或潜在天灾迫近情况及设施指挥官意图进入战斗岗位；
- 全体空军战士发挥“传感器”作用并保持战备状态。

- 所有可用的空军战士配备自卫武装，或者做好基地修复作业准备；
- 指定战斗岗位有人驻守。

- 警卫部队、工兵部队和医务单位根据需要转变成基地设施快速反应部队；
- 所有指定战斗岗位有人驻守，其余人员按规定隐蔽或者派到指定防卫或修复作业岗位；
- 各部队迅速击溃敌人，和/或响应修复行动要求，继续完成任务。

图 3 ：部队防卫态势（源自第 375 任务支援大队指挥官布雷德利·斯佩西上校 [Col Brad Spacy] 的战况

简报，标题 ：Installation Arming and Response: Fight the Base, Recover the Base [ 基地设施的武装防

卫和应急响应 ：防卫基地，修复基地 ], 17 April 2007, slid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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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18 当 FTB/RTB 警报响起时，有关的空

军战士自动响应，到指定的集合点集合。

空军战士在集合点加入各自的分队和班，

各单位指挥官发布命令。一俟集结就绪，战

士们获得合适的装备和指令。未被指派立即

参与基地防卫的其他空军战士根据命令进入

工作/休息周期（即返回正常职责或回家休息，

等待换班）。在 FTB 态势下，空军战士赶向

集合点报到的同时，后勤战备中队军械库调

遣“机动军械车”到集合点。空军战士们武

装之后，到各自预定的战斗岗位就位。

RTB 态势的性质稍有不同，不一定要求

立刻行动响应。根据 RTB 概念，集合警报也

许在灾难发生之后才会响起。例如，若基地

遭受龙卷风袭击，应该等到龙卷风消失，受

灾区域可以安全地采取有组织的应变措施时，

才会命令空军战士集结救灾。同 FTB 一样，

空军战士听到集合命令后，立刻去集合点报

到，听取参与救灾修复的命令并获发合适的

装备，完成基地修复任务之后，再返回各自

的正常工作岗位。RTB 班掌握基地修复所需

的各种基本技能后，形成一支召之即来、高

效能干的基地修复力量，可协助基地设施指

挥官应对基地内部和外部的突发事件。让我

们设想，一股龙卷风突袭基地，道路受阻，

碎片满地，树木横卧，设施毁损，倾盆大雨

和大风导致平地淹水，整个基地断电，几处

发生火灾和天然气泄漏，燃油管道断裂，等

等。严重的灾情很快导致基地工兵部队不堪

重负，仅仅恢复基本服务和主要道路畅通就

可能需要数日甚至数周时间。此外，如果整

个基地没有基本服务和畅通的道路，大多数

空军战士——紧急救援人员和工兵部队除

外——都可能困守基地而束手无策。

FTB/RTB 架构对常驻基地和作战部署驻

地都适用。部队防卫态势按照突发情况分级，

可确保空军战士有充裕的时间做好进入战斗

岗位的准备。但是，如果发生敌方袭击等“无

预警”紧急事件时，防卫态势可以立即从“正

常”绿色跃升到“红色”。如要求立刻响应，

空军战士一接通知立即去集合点报到。

训练要求

训练是实施 FTB/RTB 计划的关键部分，

但是不应该造成大量资金投入。FTB 训练应

立足于作为部署前要求一部分的地面战斗技

能训练。应该通过常驻基地常规训练提高基

本的地面战斗技能，包括实用的“射击、移

动和通信”技能，例如基本步枪战斗、单兵

和团队移动、手势信号，以及无线电通信。

还可以利用大多数警卫部队中队都有的火器

训练模拟器加强基本的武器使用合格训练。

经常使用模拟器不仅可以加强基本武器技能，

还可以提升空军战士掌握武器的自信心——

目前的“准点”训练即非提前训练方式无法

培养这种自信心。

同样地，RTB 立足于空军战士在基本地

面战斗技能训练中获得的相关训练及信心，

其重点应包括部署前训练中通常不涉及的特

定设备使用技能，例如，重型机械操作、碎

片残骸清除、洪水控制、毁损评估和报告，

以及应急修理方法等。这些技能还可以在拥

有工兵建设能力的任何基地讲授，或者利用

虚拟工具训练。特定领域的专家们将通过动

手训练传授其他技能，包括堆沙袋技术、链

锯和汽油动力吹风机操作、应急专用车辆驾

驶、临时避难蓬搭建、毁损评估和报告，以

及指挥与控制。这些不同的技能训练，确保

空军战士获得各种必要的技能，为 RTB 班长

带来各种选项和灵活性。整体而言，F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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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B 训练使所有的空军战士都能掌握新技能

和提升自信心，从而做好准备，应对任何环境。

根据这个概念，在常驻基地接受和使用

的技能就是作战部署环境所需的同样技能，

因而从平时作业向作战行动的过渡达到近乎

无缝衔接。在初期，这些技能应该由特定领

域专家使用与相应职能部门协调的标准化课

程计划传授 ；但是随着 FTB/RTB 文化逐步成

熟，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应该能够在每周日

常工作中抽出时间把这些技能传授给属下空

军战士。基地的常规演习应该结合必要的紧

急事件演习，对 FTB/RTB 计划进行全方位验

证。

装备要求

装备是实施 FTB/RTB 计划的另一个重要

部分。除了合适的武器和针对特定应急响应

而分发的特种装备之外，将向所有空军战士

分发一个传统型“A- 包”即常备品包，里面

装有作战部署通常所需的装备，由他们永久

保管。空军战士应该把这个常备品包放在工

作区域内容易拿取的地方，并且负责包内装

备的常规清点和必要维护。把装备放在随手

可取的地方，不仅便于快速进入“战斗岗位”，

而且有助于养成在作战环境中至关重要的“平

时勤保养，战时无故障”的习惯。除了向所

有人员分发常备品包之外，RTB 计划还需要

预备某些特种装备。有些特种装备，例如安

全装备，可以直接分发给空军战士，另外一

些装备，例如重型装备车辆、链锯和工具等，

必须由拥有这些装备的各个中队集中控制。

一旦 RTB 启动，空军战士进入应急响应岗位

时，将携带自己日常使用和维护的装备，而

不是在部署前几乎从未碰过的陌生装备。

好处和机会

FTB/RTB 概念的好处，不只限于立即提

升基地紧急响应能力，而是延伸到更大的范

围。一旦全面制订和落实，FTB/RTB 计划将

有助于营造出“空军人人能打仗”的文化，

可让所有的空军战士承担空军基地的防卫或

修复责任，形成协调一致的作战能力。这样

的协同作用还有助于消除各职能单位之间的

竖向隔阂，增强基地作战行动各方面的团队

合作。另外，长期常规训练传授的战斗技能

可提高空军战士的作战能力，增强他们的自

信心。高度自信和拥有多种技能的空军战士

能够应对各种紧急状况，从而提高空军快速

应变、制敌攻击的能力，并且显著改善常驻

基地和作战环境的部队整体机敏性和韧存性。

今后方向

空军指令 10-250 草案为在整个空军内建

立 FTB/RTB 能力提供了原则基础，应该重新

采用和实施。空军设施与任务支援中心是唯

一具有跨部门代表性和对空军所有设施和任

务支援部队有全局观点的空军机构，它应该

牵头与各职能部门代表协调，为 FTB/RTB 计

划制订相应的战术 / 战技 / 战规文件。此外，

应该全面综合考察空军各个战备训练中心，

确保部署前训练中包含和充实在常驻基地传

授的 FTB/RTB 技能。再有，应该评估各军种

联合训练和兄弟军种协同训练的机会，并应

适当调整专业军事教育，支援 FTB/RTB 文化

形成和“空军人人能打仗”思想。最后，所

有空军战士应该牢记：他们是空军“防卫基地，

修复基地，打赢战争”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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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基地，修复基地，打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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